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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借鉴国外人权保障的立法经验，推进我国司法改革，配合国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及刑事
诉讼法修改工作，促进我国人权保障立法完善，我们组织开展了“法律监督与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条
款的完善和实施”课题研究，对国外有关人权保障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我国有关人权保障的立法现状
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我国人权保障的有关立法建议等问题进行研究。
2009年6月，中国检察官协会在江苏省江阴市召开了“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与立法完善研讨会”。
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滕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熊秋红研究员等专家学者，最高
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省市院的副检察长、部分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和全国检察理论
研究人才、优秀论文作者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丹麦检察官Dorrit Kjar Christiansen和我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围绕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
论。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18篇，我们从中选择了38篇优秀论文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总体上看，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应用性，对立法、司法以及法学教育
、研究部门具有主要的参考价值。
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对论文作了一些删减，请作者谅解。
同时，由于时间仓促，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丹麦人权研究中心的资助。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中国检察出
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与发行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智辉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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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6月，中国检察官协会在江苏省江阴市召开了“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与立法完善研讨会”。
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滕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熊秋红研究员等专家学者，最高
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省市院的副检察长、部分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和全国检察理论
研究人才、优秀论文作者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
论。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18篇，我们从中选择了38篇优秀论文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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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完善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几点建议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几个问题再
探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立法完善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强制措施外部控制问题探讨非羁押
性强制措施适用探析我国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现状及完善刑事强制措施权力分配不足及立法完善论强制
措施的合理适用条件以权力制衡为视角审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构架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
完善论我国强制措施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概念之再推敲论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制约
机制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未羁押的被告人脱逃案件的处理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制约机制单位犯罪
强制措施问题研究单位犯罪强制措施的立法研究群体性案件应当慎用强制措施拘传论拘传强制措施的
立法完善关于完善拘传措施的分析与思考拘传措施的立法完善取保候审论我国取保候审措施的立法完
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取保方式之完善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从提高取保候审适用率实验
的流产谈取保候审论取保候审制度的监督与完善论取保候审立法完善取保候审的适用现状及其改革完
善现行取保候审法律制度适用问题与立法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立法完善如何完善现行的取
保候审制度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立法完善取保候审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与立法完善取保候审
功能定位再思考及完善取保候审监督机制的完善取保候审的乏力导致诉讼保证对逮捕的过分依赖对流
动人员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思考适用取保候审的不足与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立法完善当前适用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现状及其改革完善监视居住监
视居住立法完善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措施的立法完善拘留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逮捕完善我国逮捕制度之初探变更逮捕措施通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加强对变更逮捕措施法律
监督的思考对外来人口审查逮捕之实证分析论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的完善关于逮捕的几个问题
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论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论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逮捕措施的立
法完善之我见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逮捕措施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重构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路径选择逮
捕措施适用的实证分析与路径选择逮捕的博弈分析逮捕权行使的实证观念分析人权保障视野下的逮捕
制度再修改论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附条件逮捕的实践难题与制度完善逮捕制度的立法完善审查
逮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对策探讨危险区别：审查逮捕必要性证据标准研究审查逮捕阶段被害人权利的
救济保护应赋予检察机关变更逮捕措施批准权论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批捕后强制措施程序的完善论职
务犯罪案件逮捕方式的改革和完善逮捕制度立法完善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研究我国逮
捕制度研究逮捕措施决定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对50件提请批捕案件强制措施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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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监督手段乏力。
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远远不能适应法律监督的需要，导致检察机关并不具备作为法律监
督者的权威地位。
例如检察机关在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违法时，通常向公安机关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书面《纠正
违法通知书》，不管是口头纠正意见还是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都缺乏一定的法律强制性和执行力
，在实践中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因为法律既没有规定被监督机关必须根据人民检察院发出的纠正违法
通知书的要求纠正违法行为，也没有规定被监督机关不纠正违法行为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因此即使公安机关不予置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这显然不利于侦查监督部门的监督关口前移。
二、完善对强制措施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议与构思加强强制措施的适用、审批和监督，必须通过修改
刑事诉讼法，让检察机关的监督贯彻强制措施的适用、变更、解除的始终，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
顺利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1.将侦查措施决定权纳入侦查监督权限范围内。
当前，检察机关仅拥有完整的批准逮捕权；公安机关则自行行使拘留、搜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与
强制传唤决定权；检察机关仅在事后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
如果将侦查措施决定权纳入侦查监督权限范围内，则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措施决定权，除现行法律规定
的批准逮捕决定权外，逐步将现行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的除先行刑事拘留以外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拘传等强制措施决定权交给检察机关行使；从而实现侦查监督权由现行的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与事
后监督相结合，不断提高案件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水平，实现司法公正。
2.公安机关除特殊情况外，仅拥有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再拥有侦查措施决定权。
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拥有先行刑事拘留权，在其他正常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在执行侦查措
施之前获取检察机关的批准令状。
检察机关可通过行使侦查措施决定权，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挥与引导，帮助公安机关明确
证据搜集重点，监督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依法采取各种侦查措施，查清包括职务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
事实。
3.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合理的申诉救济途径。
即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为检察机关审批的强制措施决定不适当时，可以向法院申诉复查，从而引
起法院对批捕决定的审查程序，由法院依法作出最后裁决。
这样，既使当事人对不当适用强制措施有了适当的救济途径，又可对检察机关行使强制措施决定权形
成良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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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强制措施立法完善研究》是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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